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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F_A1_E5_B9_BF_E4_c26_647903.htm 随着国家公务员考试

改革的不断推进，多数地方省市区公务员考试的组织程序在

逐渐向国家公务员考试靠拢的同时，却也在考试内容方面显

示出独有的地方特色。广东省2010年公务员考试公告发布到

笔试开始只有短短的20天时间，因此认知广东省考区别于国

考之处对针对性复习就至关重要。专家结合自身多年研究公

务员考试的经验，认为考生对于广东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的五个专项应该注意以下部分。第一部分：数量关系

命题趋势：数字推理技巧多变，综合性运算比例上升，难度

持续加大应对策略：注重锻炼数学思维，掌握一定运算技巧

，提升运算能数量关系部分主要测查报考者理解、把握事物

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量关系问题的技能，主要涉及数字和数

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运算等。2010年广东省公务员

考试大纲指出，数量关系部分包括数字推理和数学运算两种

题型，下面分别就这两种题型进行分析。 数字推理：本部分

主要考查古典型数字推理，数列类型主要是基本数列及其变

式，但随着公务员考试难度的逐年加大，5道数字推理题中可

能会出现一道创新形式数字推理规律，这就要求考生在以数

项间的简单运算关系和递推关系作为解题突破口的同时，跳

出常规思维圈子，从数位组合运算或是数列整体特征等方面

来考虑。 具体做法是，对于数字推理题，若不存在明显的商

或乘积变化，可先考虑数列相邻项的差，其次考虑相邻项的

转化，即前项转化得到后项或前两项转化得到第三项，转化



方式主要是有关倍数或常数。组合数列、多次方数列、分式

数列难度很大，出现的可能性很大，需要抓住数列位置、特

殊数字，对某些项改写，解题时要细致耐心，数学运算：难

度较大，涉及题型十分广泛，计算问题、行程问题、比例问

题、和差倍问题、排列组合与概率问题、工程问题、容斥原

理、抽屉原理等可能会出现。解题时，代入排除法、方程法

、特殊题型对应公式解题等应合理选用。 代入排除法使用十

分广泛，如在剩余定律问题、年龄问题等题型中。方程法直

接明了。这两大方法需要熟练掌握，特殊题型都有其核心公

式，如行程问题、植树问题、方阵问题、牛吃草问题等，解

题时要明白等量关系，准确套用公式。 第二部分：言语理解

与表达 命题趋势：载体不变，难度增加应对策略：着重提升

言语思维能力2010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大纲要求，言语理解

与表达部分主要测查报考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和思考、

迅速而又准确地理解文字材料内涵的能力。这具体体现在七

个方面：1.根据材料查找主要信息及重要细节； 2.正确理解阅

读材料中指定词语、语句的准确含义； 3.概括归纳阅读材料

的中心、主旨； 4.判断新组成的语句与阅读材料原意是否一

致； 5.根据上下文合理推断阅读材料中的隐含信息； 6.判断

作者的态度、意图、倾向、目的； 7.准确、得体地遣词用字

等大纲要求考查的能力与多样的考查方式之间，紧密相关，

殊途同归。解答此类题型，必须要把握和运用好语境。考生

只有多角度分析语境，才能从容应对围绕这些考查方式演变

出来的多种题型，做到迅速而准确地解题。 第三部分：判断

推理命题趋势：推理方法不变，推理层次性多变，更强调逻

辑思维应对策略：掌握推理方法，形成严密逻辑思维，提升



综合素质2010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大纲指出，判断推理主要

测查报考者对各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能力，涉及对图形、

语词概念、事物关系和文字材料的理解、比较、组合、演绎

和归纳等。本部分主要包括四种题型：类比推理、常识判断

、图形推理、逻辑判断。 类比推理：难度相对较小，与定义

判断一样只要细心读题，分析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内在联系，

应该很快能得出答案。此类题型要求是给出一对相关的词，

然后要求报考者仔细观察，在备选答案中找出一对与之在逻

辑关系上最为贴近或相似的词。 常识判断：难度较小，一般

为10题。考察内容主要是日常生活常识，需要考生注意观察

日常生活，注重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思考、总结和积累。图形

推理：视觉型图形推理和多图形推理出现的可能性最大，空

间形式图形推理和古典型图形推理次之。图形推理规律主要

考查图形中的数量关系以及图形之间的相互转化的方式。解

题时注意考虑线条、封闭区域、部分、交点、一笔画等图形

的基本要素，同时注意从题干的特殊图形入手分析。视觉型

图形推理难度相对较大，多图形主要从每行或每列考虑。逻

辑判断：判断推理中难度较大的是逻辑判断，这一部分主要

考查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是公务员考试的难点之一。近

年来广东省公务员考试逐渐加大可能性推理考查，此类推理

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思维的方式多维，考查的形式多

样。从题型上看，主要有削弱、加强结论等。每种题型对应

不同的思维角度，适用不同的方法。整个展现出迷人的逻辑

美。第二，难度较大。对于大多数没有经过良好的逻辑训练

的应试者来说，要准确地把握住逻辑“节点”都很困难，更

遑论在多个迷雾似的选项中作出正确的取舍。所以考生应当



在学习名师积淀的解题经验的同时，自己做大量的练习题以

增加解题实践。 第四部分：资料分析 命题趋势：计算步骤增

加，计算量加大应对策略：注重层级思考，合理推敲，切实

提升分析能力资料分析部分主要测查报考者对各种形式的文

字、图形、表格等资料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的能力，这部

分内容通常由数据性、统计性的图表数字及文字材料构成。

资料分析共有4份材料，每一材料对应5个小题，包括文字资

料、表格资料、图形资料以及以上三种材料中任何两种以上

组成的综合资料。问题类型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基本概念的

计算，如有关增长率的计算；二是具有一定推理性质的比较

分析题；三是对材料内容进行综合判断分析的综合题。从比

重来看，计算题占比较多，但综合题的比重最近几年上升比

较快。对于计算题，解题时一是要快速找到题目数据的位置

，二是选择合适的简化计算技巧来算出答案，比如首数法、

尾数法、取整法等。综合题侧重考查对材料整体及内部数据

关系的理解，要注意对材料内容的了解程度，仔细观察图表

文字等信息，从中发现问题与题目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在适

当计算的基础上快速得到正确答案。 相关推荐： 2006-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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